
新龙措卡
◎杨全富

措卡湖。 杨燕 摄

早就听说在新龙县境内有一个被世
人誉为“人间瑶池”的湖泊，由于其风景
绚丽，水里还有成千上万尾鱼在嬉戏，而
被人们所称道。

同行的四弟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则
故事。古时候，这里每一年春夏相交的季
节，都会遇上大旱。由于水资源的匮乏，
土地开始龟裂，庄稼逐渐枯萎，牛羊也因
为缺水而死去。人们只好挥泪告别家乡，
举家迁往遥远的地方。这一幕幕人间悲
剧恰好被天神看见，于是，他派出两个大
力神背着装满天水的口袋来到这里。当
两个大力神背着水来到半山腰时，其中
一个大力神由于所背负的水实在太沉重
了，便将装水的口袋放下，准备将水倾倒
在这里，另一个大力神连忙用藏语说“麻
日”(藏语意为“不是”，他俩打起精神，又
继续往山上走。到了山顶，他们发现眼前
地势开阔平坦，后有高山峻岭，前有一道
横亘的山岭作为天然屏障，于是松开袋
口，将里面的天水倾倒在这里。忽然间，
这一袋水便在草地中聚集，逐渐的膨胀
起来，将这凹地填得满满当当的。因此便
有了这一个方圆十余亩的淡水湖，为此

这里得名“麻日”。从此以后，“麻日”湖的
湖水不管是旱季还是雨季，每日盈满，从
这里渗透到地下的水流则顺着沟谷而
下，养育了沿水而居的人们。公元1358
年，藏传佛教传人普巴登孜在湖边建起
一噶举派寺庙，取名措卡寺(措为湖，卡为
边，意为湖边寺)，其后，群众习惯地改称
这个湖为——措卡湖。

当驶出村寨，翻过一道土坎，再穿过
一片杉木林，我们的眼前一亮，一片碧绿
的湖水坦坦荡荡的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她就像一名多情的少女，静静的卧在山
坳里。此时的天空中，雨珠细细密密的落
下来，在湖面上激起一圈圈波纹，互相碰
撞着。我们停下车，迫不及待的投入到措
卡湖的怀抱中。

雨一直下着，湖水泛起细碎的波浪，
轻轻的触碰着岸边的绿草，隐没在水中
的草茎随着水波轻轻的舞动。岸边，绿草
茵茵，在雨水的洗礼中显得更加的嫩绿，
草地就像一张巨大的绿绒毯，在我们的
脚下延伸，最后与措卡湖的水交接在一
起。措卡湖的水真清啊，站在岸边，就可
以毫不费力的看见湖底的泥土、沙石，此

时一群在湖水中嬉戏的小鱼儿，聚集在
一起，骨突着一对大眼睛，几近透明的身
子静静的悬浮在水中，好奇的张望着眼
前的世界。忽然间，一滴雨珠砸落在湖面
上，它们仿佛受到了惊吓，一起甩动着细
小的尾巴，箭一样向着湖中心游去。从湖
岸到湖中心，湖水变换着颜色，起初水是
透明的，慢慢的变成了浅蓝的世界，最后
一片深蓝，远近之间，已完全分明，让人
目不暇接。

过了一会儿，湖面上升腾起一层薄
薄的雾气，那湖水便渐渐的隐去了身影，
已没有原先那样的真切，一切又如同是
一个美丽的幻境。慢慢的，水面上的雾气
聚拢来，飘向了远空。

湖岸边，有一条专供游人和信徒们转
湖祈福的小径，走上小径，围着湖水虔诚
祈福。湖面上的雾气早已散去，雨也小了
许多，湖面渐渐的平静下来，岸边树木和
僧舍倒影出现湖面上，虽然那些倒影在波
纹的影响下不甚分明，但是却更有一番别
样的风味。听说，如果天晴，湖面上能映照
出蓝天白云、远山僧舍的影子，非常的清
晰，仿佛水中也有着一个同样的世界。

转完湖，我们坐在湖岸边的几块石头
上，将包里的食物取出来，也许是食物香
味的缘故吧，从湖心中，一大群游鱼密密
匝匝的向我们游来，在我们眼前的水域中
聚拢，快速的煽动着双鳍，静静的浮在水
中，等待我们的食物。我们连忙将挂面折
成小段，向着湖水撒去。刹那间，湖底的鱼
骚动起来，有的潜到湖底捡拾沉入水底的
挂面。有的以最快的速度游动着，从同伴
的口中分得一杯羹。还有的紧盯住漂浮在
水面的挂面，铆足了劲儿，将阔大的嘴对
准食物，用力跃出水面，刹那间，它那银白
色的肚皮在湖面上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
落入水中时，掀起阵阵浪花。

措卡湖在动静之中展示着自己的独
特的美，一时间，到处都是粼粼波光在荡
漾，而那些如丝如缕的烟雾就像是少女甩
动的长袖，和着夏雨细碎的声音，在高原
的风中独舞，在我们的注视下翩翩起舞。

中午时分，一团团白雾从山脚涌起，
慢慢的翻过那道天然屏障，渐渐的笼罩
在湖面上，隐去了措卡湖的身影。这时
候，天空中又飘起了蒙蒙细雨，我们与圣
湖告别，向着来时的路驶去。

雨落清秋
◎文雪梅

一夜之间，秋雨缠缠绵绵而来，落在
渐渐变黄的草木之上，昔日里喧喧嚷嚷
的世界安静下来，整整一个酷暑的喧嚣
和恬燥慢慢退却下来。火热的日头，疯长
的树木，疲惫的人们，甚至田野里每一块
泥土，都像被烧红的烙铁，轻轻地、一点
点开始降温。

开窗，一股薄凉的风吹过来，凉意似
一泓清泉，从头到脚灌下。放眼望去，远
山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霭，天地经过一
夜的洗礼，顿时神情气爽。

秋风飒飒，行走在绵绵秋雨里，宁愿

被一场猝不及防的雨冲洗我困顿的心
灵，冲刷我沉重的心思，也不需要撑伞。
风，吹开了我轻薄的风衣，随风而舞，偶
有熟悉的路人打个招呼，这样的心绪早
已忘记了悲秋的厌烦，却觉得这场秋雨
也有了几分诗意。

小区里的汽车已经排成了长龙，该停
的地方都停上了车，密密麻麻，没有一丝
空隙，定睛一看，多是外地的车牌号。看着
从车上下来的人们，一脸的苦不堪言，我
在想，这个周末一定就像去年自己的宁夏
之旅一样，走到哪里都要堵，各个旅游景

点就像车展似得，整个旅途让人心慌。
秋雨秋风秋意凉，凉飕飕的气息真

好，着实让我停下忙碌的脚步稍作歇息
几日了。你说，不喜欢阴雨天。我言，天晴
天阴，我诸不喜欢，厌倦了一切。其实，厌
倦的不是天气，而是心情。不想违心的活
着，可是，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我说，任何
时候，都要得意勿忘形，失意勿灰心，正
确面对生活的苦难。

忘掉生活的纠结和牵挂，沏一壶清
茶，坐在阳台，翻开一本心仪的书，静享
一人一茶一书的时光，烦扰的思绪随着

袅袅茶香，风吹云散，活着窗外的秋雨飘
零而下。喜欢这样的日子，习惯了一个人
的生活，在寂寞和孤独里，静静坚守着自
己的天空，让内心难言的孤独和凄楚，悄
悄深藏在岁月的旅途，慢慢酝酿成一杯
浓烈的甘醇，醉了流年。

驻足窗前，秋雨滴滴答答，朦胧了一
片。耳边却不由自主想起李商隐的《夜雨
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
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雨落清秋，打湿了一季的念想。细思
量，自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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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卉

文化人眼中的甘孜

信仰甘孜

勤劳的藏民忙碌了春夏秋三季之后，漫

长而寒冷的冬季来临了，雪花在寒风肆虐中

舞动着自由而轻盈的灵魂，这时，是谁第一个

手持锤子和錾子，走出毡房或岩洞，选中理塘

河畔一块光滑的石头，砸出第一锤？当，当，

当，清亮的声音盖过水声、风声，传得很远，在

一锤又一锤的凿击、刻画中，石头有了文字，

有了图案，有了灵性，有了生命……

夏塞雪山的融水蜿蜒而下，像一幅洁白
的哈达飘荡在广袤的毛垭大草原上，安静时
如美丽的嘉绒藏族少女，奔腾时又如雄姿勃
发、狂放不羁的康巴汉子。

这就是理塘河，在草原沼泽、高山峡谷
绵延500多公里后汇入雅砻江。六世达赖喇
嘛仓央嘉措曾想问洁白的仙鹤借一双翅膀，
沿着潺潺的流水，掠过如茵的芳草和成群的
牛羊，飞到理塘，转一转，再飞回。

也叫无量河。慈、悲、喜、舍的无量心，给
众生欢乐，救众生于苦难，见众生离苦得乐，
对众生一视同仁。这是博大的佛心。这也是
无量河润泽大地、滋养苍生的永恒旋律。

沿318国道一路奔驰，我被理塘河两岸
及河滩上绵延不绝、规模宏大的玛尼石深深
震撼了。

在藏区，看到过很多玛尼堆、玛尼墙，现
在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玛尼河。

湍急的水流中，大大小小的玛尼石岿然
不动，浪花四溅，六字真言，藏文经文，神秘的
慧眼，庄严的释迦、观音、妙音女神、度母、金
刚、力士及各种护法神像，龙、蛙、鱼、鸟、狮、
象、佛塔、花草、日月等吉祥图案扑面而来。

勤劳的藏民忙碌了春夏秋三季之后，漫
长而寒冷的冬季来临了，雪花在寒风肆虐中
舞动着自由而轻盈的灵魂，这时，是谁第一
个手持锤子和錾子，走出毡房或岩洞，选中
理塘河畔一块光滑的石头，砸出第一锤？当，
当，当，清亮的声音盖过水声、风声，传得很
远，在一锤又一锤的凿击、刻画中，石头有了
文字，有了图案，有了灵性，有了生命……

佛学大师巴珠仁波切说：“用泥塑的佛
塔和佛像，怕被雨水冲坏；用金和铜做的佛
塔和佛像，人们会生起当作财物的贪心，又
怕被偷窃；墙壁上画佛像，容易脱落坏掉；修
建大殿害怕漏水，印刷的经书哪怕校对九遍
也难免有错字。而玛尼心咒刻在石头上，夏
天不怕晒，冬天不怕冻，不需要雇人照看，无
有财物的贪心，字少不易出现错字…… 会
一代代流传下来。”

佛学认为，地、水、火、风、空五大能量组
成了生命。当理塘河水冲刷过默默无言的玛
尼石，就加持了芸芸众生，让人们脱离恶趣，
接近净土，获得圆满。在甘孜，随处可见的，还
有“风马旗”——白、黄、红、绿、蓝五色经幡。
这些方形、角形、条形的小旗飘扬在高山、树
木、桥栏、房屋上，在大地与苍穹之间摇曳生
姿，接天连地，让世界五彩斑斓、生机勃勃。
风，是宇宙的吐纳气息，以天地为唇，或呼啸
而来，或轻轻拂过，经幡猎猎，印制在布、麻、
纱、绸上的经文，便被读了一遍又一遍。

五彩“风马旗”，也不会被偷走，风雨侵
蚀了，可以更换，它和玛尼石一样，是敬畏与
供奉，也是祈祷与礼赞，沟通着世俗的烟火
与灵界的神迹。甘孜，一个充满信仰的地方。

丹巴境内的甲居藏寨，民居的构筑也蕴
含了浓郁的宗教色彩。“甲居”，藏语是百户
人家之意。藏寨从云遮雾绕的大金河谷层层
叠叠而上，随坡就势，一直延伸到亚肖神山
下。葱郁的树林间镶嵌着三五成群的寨楼，
木质构架部分和屋檐涂抹成红色，二层以上
的墙体刷成白色或墙体原色与白色相间，象
征信徒盘腿颂经的形态。藏寨里童话般的房
屋，斑斓的风马旗，高耸的白塔，静默的玛尼
堆，蕴藏着神秘而深邃的力量。

这是信仰的力量。
雅江八角楼乡王呷一村，在驻村第一书

记杨彬的眼睛里，我读到了一个脱贫“领头
羊”的坚毅和信心。为了让全村三分之一的
贫困人口走上康庄大道，杨彬在短时间里暴
瘦15斤。换来的是，解决了行路难、饮水难，
建成了活动室、卫生室、文化室，土豆、蔬菜、
山羊肉等农产品有了固定的销路，成立了奶
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望着20头“哞哞”叫
唤着吃草的奶牛，我确信，杨彬说的“今年整
村脱贫”绝非空话和戏言。这是信仰的力量。

沿着雅砻江一路颠簸，我们来到还在建
设中的雅江县呷拉教育园区。刚上学的小学
生瘦小而黝黑，怯怯地奔跑在校园中，才翻
山越岭用摩托车把他们送来的父亲们，围坐
在学校的围墙外，雕塑般望着这所美丽的寄
宿制学校。他们的孩子，将在这里度过9年快
乐的生活。如果他们的孩子更小一点，就可
以送到幼儿园，接受12年的义务教育。塑胶
跑道、整洁的食堂、现代化的浴室、先进的教
学设备，加上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一定能把
孩子们培养成才，像教学楼顶的大字“炼能
炼德百炼成钢”。因为，这里有信仰的力量。

奔腾不息的大渡河引领我们一路向北，
泸定桥，中国工农红军军史上浓墨重彩的一
座桥，像一座丰碑矗立在眼前。我小心翼翼
地踏上了铁索桥。有牢固的桥板，有滔滔的
江水，没有追兵，没有枪弹，没有烈焰，但我
依然可以听到80年前的呐喊和厮杀，可以看
到22位年轻的勇士在锁链上冲锋……

面对弹雨，面对死亡，他们无所畏惧，勇
往直前。因为，他们有信仰。

在甘孜，在这片有信仰的土地上，有信
仰的人们，终究能战胜贫穷和落后。

格聂山顶的冥想
◎殷洁

一朵花明媚了山坡，蝶舞莺飞
绿松石雕刻成的土地上
万物皆是珍宝一抔尘土
亦在掌心晶莹剔透

在格聂隐秘的怀抱中
自然的细语在岩石上发芽
成长为参天大树

辰光铺满了画卷中的毛垭
山下的村庄
人们辛勤耕作丰年
在农人的青稞酒中摇曳
一粒微尘，抑或一颗露珠
折射出炽热阳光的光芒
追梦岁月里，照拂着步履坚定的人们
落日在山中冷却
青冈林被晕染成璀璨的唐卡
入夜，牧女提着空桶
从无量河中轻轻捧出月亮
挥手抛向了东方山顶
万千霜珠，散作人间点点暖光

我的父亲母亲
◎胡筱红

母亲喜欢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歪歪扭扭的穿越三公里的县城
车架上，油粮和萝卜青菜
背上，一对儿女
路人说她耍杂技
更多的时候，暮色从周围聚集
一些生动的表情，渐渐清晰
母亲长长的辫子里
皂角牌洗发水的味道
在骤起的旋风里
顺着一株飘起的炊烟，
在寂静的像子宫的村庄
做了人间烟火的镜子
从炊烟散尽的那一刻
母亲得到了启示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杂技
仿佛大地也从此省略了炊烟
时间越长，味就越浓
母亲认准的理儿
十头牛都拉不回


